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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并探讨家庭环境、成人依恋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加深对大学生

人际关系的了解。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228名大学生，用家庭环境量表(FES-CV)，亲密关系经历量

表(ECR)以及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进行调查。通过统计分析与研究发现以下结果：1) 当代大学生的人

际关系状况从总体来看并不乐观，其中存在比较严重人际困扰的学生有19.7%；存在严重人际困扰的大

学生有33.3%；而轻度人际困扰的大学生只有人46.9%。2) 亲密度、娱乐性与人际关系各维度呈显著负

相关，矛盾性、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3) 矛盾性与依恋焦虑能够显著正

向预测人际关系，娱乐性能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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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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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dult attachment on interpersonal rela-
tionship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hip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 228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elected using conveni-
ence sampling and surveyed using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CV), the Experience of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 (ECR)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iagnostic Scale.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foun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1)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s is not optimistic from an overall pers-
pective, among which 19.7% of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seriou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33.3%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seriou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while only 46.9%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mild interpersonal distress. 2) Intimacy, recre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imen-
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hile ambivalence,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at-
tachment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dimens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3) Ambivalence and attachment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ors of in-
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creation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or of interpersonal re-
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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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交往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一个人的人格发展与完善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学生正

处于心智还未成熟的特殊时期，心思比较细腻敏感，常常会感到孤独无助。大多数大学生都远离曾经熟

悉的生活环境，独自去面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给大学生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1]，
并且影响他们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甚至是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2] [3] [4]。人际关系不单单是指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们心理上的关系[5]。从心理学角度看，人际关系由认知、情感

和行为三部分组成，其中认知是指个体对自己个人交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情感是指对交往的评价，是

个体对这段关系的满意程度；行为则是指实际交往的外在表现和结果[6]。 
家庭环境会影响个体一生的发展，常常潜在的影响着人际关系水平。对家庭环境的整体性进行研究的学

者是美国心理学家 MOSS，他根据家庭环境的整体特征编制了家庭环境量表(FES)，他将家庭环境分为亲密

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组织性、控制性 10 个方面[7]。本

文根据 MOSS 家庭环境概念中亲密度、矛盾性、成功性以及娱乐性四个维度来探讨家庭环境对人际关系的

影响。对于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把重点放在家庭规模、父母关系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

外在环境对子女人际关系的影响。如学者 King 对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

现：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存在负相关[8]。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关于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的研究

也越来越多，王小丽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成功性、娱乐性等 7 个因子与总体人际关系以及人际

关系的各个维度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且家庭环境能够共同解释人际关系总体的 22.7%的变异[9]。 
通过收集成人依恋研究发现，成人依恋对人际交往、心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有关成人依恋的

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将成人依恋的操作定义分为两个学派：发展和认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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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格和社会学学派。前者认为成人依恋是成人关于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记忆和心理表征；后者认为成

人依恋是个体与当前同伴的持续、长久的情感联系[10]，本研究比较认同人格和社会学派的定义[11]。李

彩娜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利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技术都得出成人依恋与人际关系有显著相关关系，这

表明成人依恋与人际关系存在直接关系[12]。赵丽英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关系具有显著

的相关关系，且依恋焦虑、依恋回避能够有效的预测人际关系[13]。 
有关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关系的研究也较为成熟，因此本文不再探讨，本文主要是从家庭成员之间

的关系，以及相处模式来探讨家庭环境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成人依恋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

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高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方便取样共发放 238 份问卷，收回 238 份，回收

率 100%。其中有效问卷 228 份，有效率 95.8%。有效问卷中，男生 90 人，女生 138 人；农村地区 119
人，城镇地区 109 人；有恋爱经历 138 人，无恋爱经历 90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环境量表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由费立鹏等人于 1991 年在美国心理学家 Moss R.H.编制的“家庭环境

量表(FES)”的基础上修订改写而成。该量表含有 10 个分量表，分别评价 10 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

征。自 1991 年以来，费立鹏等人先后对家庭环境量表进行过三次修订，最终得出该量表的信度为 0.63~0.92，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24~0.75 [14]，本研究只选取亲密度、矛盾性、成功性、娱乐性四个维度。 

2.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是李同归教授与加藤和生教授在 2006 年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版)。

该量表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个成人依恋关系问卷，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 0.82 和 0.77，具有较高的信度。依恋回避是指对亲近他人或依赖他人感到不舒服，依恋焦虑是指

害怕被拒绝和遗弃[15]。 

2.2.3.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该量表是 1999 年由郑日昌等人编制完成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包含四个基本维度即人际交际、

人际交谈、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程度[16]。以人际关系总分为标准，0~8 分之间代表人际关系

困扰较少，9~14 分代表人际关系有一定困扰，15~28 分代表人际关系困扰比较严重。 

2.3. 统计方法 

将数据导入 spss 中，使用 spss26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现状分析 

由表 1 得知，家庭环境各维度中亲密度和成功性得分普遍较高，而矛盾性和娱乐性得分普遍较低；

成人依恋两个维度中大学生依恋回避的最高值为 5.89，最小值为 1.94；大学生依恋焦虑最大值为 6.67，
最小值为 1.33；人际关系总分平均分为 9.86，并且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较少人数最多占总体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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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一般困扰占 33.3%，人际关系严重困扰占 19.7%。由此可见目前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具有一定

的人际困扰，但困扰程度并不严重。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adult attach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表 1.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描述分析 

 最大值 最小值 M SD 

亲密度 1 8 6.56 1.71 

矛盾性 0 9 3.49 2.24 

成功性 1 9 5.77 1.83 

娱乐性 0 8 3.73 2.26 

依恋回避 1.94 5.89 3.67 0.75 

依恋焦虑 1.33 6.67 3.90 1.02 

人际关系总分 0 28 9.86 6.76 

人际交谈 0 6 2.40 1.87 

人际交际 0 7 3.30 2.24 

待人接物 0 7 1.62 1.58 

异性交往 0 7 2.38 1.93 

3.2.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交往间的相关分析 

3.2.1.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人际交往的相关分析 
表 2 的相关研究表明，只有成功性与人际交谈、人际交际、异性交往相关不显著，其余家庭环境各

维度与人际交往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亲密度、娱乐性与人际交往呈显著负相关，矛盾性与人际交往

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home environment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人际交往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亲密度 1         

矛盾性 −0.622** 1        

成功性 0.323** −0.149* 1       

娱乐性 0.371** −0.334** 0.176** 1      

人际关系总分 −0.260** 0.302** 0.040 −0.261** 1     

人际交谈 −0.297** 0.263** −0.026 −0.308** 0.875** 1    

人际交际 −0.257** 0.290** 0.004 −0.270** 0.906** 0.748** 1   

待人接物 −0.171** 0.249** 0.120* −0.115* 0.783** 0.605** 0.587** 1  

异性交往 −0.155** 0.237** 0.060 −0.187** 0.871** 0.664** 0.738** 0.58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2. 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交往的相关分析 
表 3 的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交往存在显著性正相关，两变量各维度均两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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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成人依恋与人际交往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依恋回避 1       

依恋焦虑 0.428** 1      

人际关系总分 0.323** 0.415** 1     

人际交谈 0.327** 0.330** 0.875** 1    

人际交际 0.239** 0.358** 0.906** 0.748** 1   

待人接物 0.241** 0.326** 0.783** 0.605** 0.587** 1  

异性交往 0.305** 0.403** 0.871** 0.664** 0.738** 0.58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3.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成人依恋的相关分析 
表 4 的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家庭环境与成人依恋的两两相关中，依恋回避与家庭环境不存在显著

相关，依恋焦虑与亲密度、成功性存在显著性相关。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home environment and adult attach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4.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成人依恋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亲密度 1      

矛盾性 −0.622** 1     

成功性 0.323** −0.149* 1    

娱乐性 0.371** −0.334** 0.176** 1   

依恋回避 −0.038 0.017 0.035 0.007 1  

依恋焦虑 −0.110* 0.096 0.233** −0.019 0.428**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adult attach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表 5.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错误 Beta t p 

(常量) 0.121 1.115  0.109 0.913 

亲密度 −0.064 0.106 −0.049 −0.603 0.547 

矛盾性 0.168 0.076 0.168 2.220 0.027 

娱乐性 −0.190 0.063 −0.192 −3.009 0.003 

依恋回避 0.340 0.193 0.115 1.764 0.079 

依恋焦虑 0.617 0.149 0.281 4.126 0.000 

R 方   0.241  

F   11.71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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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的回归研究 

由以上相关研究可知家庭环境、成人依恋部分维度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因此以亲密度、矛盾性、

娱乐性以及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为自变量，以人际关系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亲

密度、矛盾性、娱乐性以及依恋回避、依恋焦虑能够联合预测人际关系的 24.1%。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表明，矛盾性(p < 0.05)、娱乐性(p < 0.05)依恋焦虑(p < 0.001)对人际关系起显著性作用。该回归方程为：

人际关系 = 0.121 + 0.168*矛盾性 − 0.19*娱乐性 + 0.617*依恋焦虑。 

4. 讨论 

4.1.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的总体特点分析 

大学生家庭亲密度、成功性、娱乐性分数都不低，说明当代大学生的家庭环境是比较健康的，处于

一个比较和谐、温暖的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看重原生家庭带给子女们的影响，因此创造一

个和谐、其乐融融、有上进心的家庭环境成了当代家庭的宗旨。家庭环境中亲密度因子得分最高，而矛

盾性因子得分最低，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年龄成熟的大学生基本脱离了青春叛逆期，体会到家

庭亲情的重要性，因此矛盾性得分较低。 
依恋焦虑的平均分为 3.90，标准差为 1.02，依恋回避的平均分为 3.67，标准差为 0.75 依恋焦虑的平

均分要高于依恋回避的平均分，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经过分析发现人际关系困扰较少这一维

度所占比例较多为 46.9%，这说明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不大，大部分学生善于交谈，能够与同学和

睦相处，只有少部分的同学受到人际关系困扰较大。 

4.2.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讨论 

本研究发现亲密度与依恋焦虑有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亲密度越高，依恋焦虑越小，亲密度越低，

依恋焦虑越高。由此可见一个家庭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与帮助，对于大学生而言更容易获得安全感，

他们会认为与自己相处的朋友是友善的，不担心被他人拒绝或抛弃。成功性与依恋焦虑有显著的正相关，

成功性越高依恋焦虑越高，成功性越低，依恋焦虑越低。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个家庭做什么

事都以竞争的方式去进行，有竞争就有敌对，家人与孩子的关系是竞争关系而非互帮互助的关系，从而

很难使孩子获得亲密感、信任感，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竞争不断增加，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是

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度过，无法真正的信任他人，从而导致安全感较低，害怕被他人拒绝或抛弃。 
亲密度和娱乐性与人际关系总分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亲密度和娱乐性越高，那么其人际

关系就比较健康，基本无困扰，这与许多研究结果一致。其次亲密度、娱乐性与人际交际、人际交谈、

待人接物以及异性交往四个维度有显著负相关，说明生活在亲密度高的家庭的孩子在校园生活中能够更

好的与他人交流、交往，这可能是由于生活在亲密度较高的家庭，家人平时的帮助与关怀使孩子明白与

他人相处要互帮互助，从而建立了较为积极的人际关系。一个家庭拥有较高的娱乐性，则孩子也不容易

有人际困扰问题，家庭成员经常出去与他人交流玩耍，也是一种教育孩子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能够

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与人际关系四维度有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看来成人依

恋与人际关系有密切相关，因此可进一步深入分析。 

4.3. 大学生家庭环境、成人依恋、人际关系的回归分析讨论 

经研究发现亲密度、矛盾性、娱乐性以及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有显著性相关，经过进一

步的回归分析发现，矛盾性、娱乐性以及依恋焦虑能够显著影响人际关系。这说明矛盾性与依恋焦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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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娱乐性能够负向预测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研究证实了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起着重要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心、爱护，

较少的矛盾都有助于建立安全、有序、和睦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环境可以教会大学生在交往的过程

中用友好、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他人，从而减少人际困扰。成人依恋也会影响个体人际关系，依恋焦虑会

使个体在依恋中表现出没有安全感，害怕被他人拒绝或抛弃，从而导致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小心翼翼，

不能很好的与他人交谈，父母可以通过改变大学生家庭环境内环境改善孩子依恋状况。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了大学生家庭环境亲密度、矛盾性、娱乐性以及成功性、成

人依恋与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大学生人际关系现状不是很严峻，其中存在比较严重人际困扰的学生只有 19.7%；存在严重人际

困扰的大学生有 33.3%；而轻度人际困扰的大学生有 46.9%。 
2)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矛盾性、娱乐性与人际关系显著相关。 
3) 成人依恋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性相关，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两维度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性正相关。 
4) 家庭环境矛盾性、娱乐性以及依恋焦虑是预测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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